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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秦子文对中药药性及相关理论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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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对清末湖北名医秦子文《玲珑医鉴》抄本中以歌括呈现的中药药性及相关理论进行了一定的总

结，并认为该书作者秦子文对中药基本理论不仅有独到的见解，而且补充和完善了相关用药理论，如四性分类

法、五脏六腑虚实寒热引经用药等。希望通过总结秦子文对中药理论的部分认识，能够为临床用药发挥指导作用

并对相关研究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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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summarized the experience of great physician QIN Zi-wen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drug 

properties and correlated theory realization in Linglong Yijian transcript, and thought that the transcript’s author QIN Zi-wen not 

only had original opinions to the basic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drug, but also supplied and perfected the correlated medication 

theory, such as the four properties taxonomy, to guide medicine to channel according to the excess or defi ciency and cold or heat 

of the Five-Zang and Six-Fu organs, et al. We wish it can develop instruction to clinical medication and enlighten some correlated 

researches by summarized the QIN Zi-wen’s section realization to Chinese d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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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子文为清末湖北土家族名医。他精通中医内

妇儿等各科，积其五十余年临证经验，剖历代各家

见解，省医理药性奥妙，辨传统中草药伪劣，而著成

《玲珑医鉴》。原书已遗失，其手稿抄本终于2003

年被寻得。正如稿中其门人所言：“评批其书，皆抉

《内》《难》之精髓，发前人之未发，补诸子之不足，

文雅约而义则赅，有裨后学”，《玲珑医鉴》手稿抄

本具有重要的整理价值和临床实用性。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十分重视民族医药的发掘抢救，多次立项，

土家族医药就是其中之一[1]。此抄本的研究于2005

年被列为民族医药文献整理项目。笔者通过参与抄

本的整理，深感秦子文对中药的认识与应用方面有

诸多独到的经验总结，并多以便于颂习的形式加以

概括，颇具特色。现将其略述如下，以飨同道。

对四性五味理论的精炼

药性是中医理论对中药作用特点的高度概括，

是药物对机体的不同疗效趋向、部位及属性的反

映。手稿中药物要诀篇的药性六字经将药性分为寒、

热、温、平4种。采用“药名+性效”或“性效+药名”

组合之六字句，秦子文不仅将常用154味中药的药性

加以概括，而且还将其进行分类以歌诀陈述。如“首

称寒性药品，脏腑诸热皆清。羚羊清乎肺肝，犀角性

凉清心，海藻除痰暴气，泽泻利水通淋”部分，概括

了44味清热凉血、利水除湿等寒性中药的性能特点；

“寒性之药于是，再论热药温经。肉桂温补虚实，附

子温经回生”部分，归纳出28味温经、祛寒、化痰等

热性中药的性能特点；“热性之品于是，再论温药补

虚。健脾除湿白术，补虚安脏人参”部分，凝练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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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健脾益气、补血、壮阳等温性中药的性能特点；而

“温性之品于是，再将平性详评。茯苓除湿止痛，天

麻头痛晕清”部分，则总结出48味理气、祛风、和血

等平性药的特点。中药寒热属性是中医辨证论治、

谴方用药的重要依据之一[2]。中医临证所处方药的四

性偏属，对复方作用整体趋向性的评判具有决定作

用。这种将药物按四性归属的分类歌括，有利于医

者熟谙药性，在用药中灵活合理搭配药味的寒温，

做到“药性互参”，体现了中医配伍用药之“平衡观

念”[3]。而该篇中的药味所入歌：“苦药入心，直行而

泻；辛药入肺，横行而散；酸药入肝，束而收敛；甘药

入脾，上行而发；咸药入肾，下而软坚”——将五味分

别切合对应的五脏再行论述不同“味”之功效，扩充

了《素问·藏气法时论》指出之“辛散、酸收、甘缓、

苦坚、咸软”五味作用的概括，并用“直、横、上、下”

等指出药味代表药物疗效的特点和作用走向，“性效

结合”，浓缩甚为精炼。诸传承于世之四性及五味简

易歌诀，充分表明秦子文用药勤践于临证，有自身的

细致体悟，对后世认识和应用中药有促进作用。

对药物归经理论的充实

归经是指药物对机体某些脏腑和经络定向定位

的选择性治疗作用。秦子文通过多年临证体会出大

量关于药物归经的深刻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

面：①引经报使，如“小肠膀胱属太阳，藁本羌活是

本乡。三焦胆与肝包络，少阳厥阴柴胡强。大肠阳明

并足胃，葛根白芷升麻当。太阴肺部中焦起，白芷升

麻葱白乡。脾经稍与肺经异，升麻兼之白芍强。少阴

心经独活主，肾经独活加桂良”等，总结出藁本等10

味常用中药的归经；特别是少阴心经引经药用独活，

有别于通常认为“手少阴心经引经药多用黄连、细

辛”[4]的观点。②诸药泻诸经之邪火，如“连翘泻诸

经之火，黄连泻心火，柴胡泻肝胆火，白芍泻脾火，

石膏玄明泻胃火，栀子枯芩泻肺火，知母泻肾火，木

通泻小肠火，黄芩泻大肠火，大黄泻膀胱火，柴胡黄

芩三焦火，玄参去浮游无根之火”等指出12味药清

热泻火专属作用的脏腑，为相似功效药物的鉴别和

辨证应用提供了依据。③五脏、六腑虚实寒热引经

用药要诀，如“脾经虚者用白术、莲米等，脾经实者

用枳实、槟榔等，脾经寒者用干姜、附子等，脾经热

者用花粉、黄芩等，脾经引经用：升麻上行，白芷下

行”；“膀胱经虚者用巴戟、菟丝等，膀胱经实者用

瞿麦、莪术等，膀胱经寒者用肉桂、吴萸等，膀胱经

热者用芒硝、木通等，膀胱经引经用：羌活、藁本上

行，黄柏下行”等，其中特别是对红花的运用有其独

到之处，即经常于肝经病证治疗中加用红花少许，

一钱至五钱，作为引经药使用，以加强行气止痛之

功效[5]。可见，秦子文不仅对五脏六腑分寒热虚实四

证进行具体用药的介绍，而且指明具体脏腑的上行

及下行用药；既强调了用药的辨证论治观，又突显了

单味药的妙用之处，为配伍选药发挥了积极作用。

秦子文的这类精炼概括，对临床执简驭繁掌握药性

以及探索药物新用途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对四季及临证加减用药的归纳

秦子文认为五脏对应季节时邪的易感性不同，因

而重视因时制宜，对不同季节用药颇有讲究，正如有

资料指出：夏季咳，多因火气炎热引起，治咳宜兼凉，

可用沙参、天花粉、麦冬、知母、玄参之属；冬季咳，

多由风寒侵肺导致，治咳多兼温散，可选用苏叶、川

芎、桂枝、麻黄之属等[6]。秦子文则将前人此类用药

法以歌括简明总结之，如：“四时用药各有法，寒热

温凉随时加。春时有疾用清凉，夏月寒药真可夸。秋

月有病宜温和，冬月热性能生花”即是印证。不仅如

此，秦子文处方时还注重加减化裁，如临证加减用药

歌：“太阴腹痛倍苍术……厥阴头痛吐痰涎，手足寒

冷吴萸通，寒甚麻黄莫用芩，春夏秋减冬加重，风寒

头痛加防风，白芷羌活与川芎……龙骨牡蛎治梦遗，

精神短少味麦冬……腰痛牛膝与杜仲，哕呕竹茹生姜

煨，菊花木贼眼赤肿，痰加半南姜汁炒……小便不通

赤猪苓，大便不通硝大黄，湿加苍白术茯苓，暑加香

薷与藿香”等，将腹痛、头痛、腰痛、精神短少、二便

不利等多种临床主症及兼次症的加减用药均作了较

为翔实的记述，从而使得秦子文在数十年的行医生

涯中用药能够达到效如浮鼓。这种加减经验亦方便

了后世对中药配伍理论的认识，对提高中医配伍辨

证选药能力和治疗水平不无裨益。

对炮制理论的总结

炮制是依据中医理论，按照医疗、调配制剂的不

同要求及药材的性质，对药材进行加工处理，使药物

疗效更好发挥以及保证用药安全的重要手段。明代

医家陈嘉谟《本草蒙筌》谓炮制“不及则功效难求，

太过则气味反失”。秦子文在总结前贤经验基础上

强调：“制药贵在适中和”。在炮制行经歌诀中总结

了较多行之有效的炮制方法，如七字诀“米泔去炒

性和缓”、“乳制润枯能生血”、“陈壁土制补真气”、

“浸曝解毒和中性”、“刮去粗皮能免胀”以及五字

诀“芫花本利水，非醋不能通”、“草果消臌胀，连

壳反胀胸”、“黑丑生利水，远志苗毒逢”等，指出了

各种炮制方法的增效或减毒作用以及多味常用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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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取效用法。还继用歌诀将需要“抽心”、“去皮”、

“去壳”、“浸泡”炮制的药物作以归纳，如“芍药麦

冬巴戟天，莲米远志共五般，须要抽心方为妙，否则

令人烦躁添”，“厚朴猪苓与茯苓，桑皮更有外皮生，

有皮之药要去皮，方能使人不耗神”等，无一不是秦

子文制药经验的智慧总结。诸多炮制经验作为临床

实践的观察结果，对当今中药的药效保证、安全合理

应用、便于调配制剂等仍有借鉴意义。

对配伍禁忌理论的强调

配伍是中医用药的主要形式，要配伍正确必须

精通用药禁忌。秦子文在用药过程中不仅遵循传统

的“十八反”、“十九畏”，而且还形成了一些自己的

配伍用药禁忌，除十八反另归结了“六反”，即“蜜

蜡莫与葱相见，藜芦勿使酒来浸，石决明休见云母”

等，蜜蜡与葱、藜芦与酒石、决明与云母均相反。其

所述歌括补充了现行中药学教材中有关药物禁忌方

面的内容，可为配伍禁忌的现代研究提供更多的切

入点。同样在妊娠忌食药歌诀中，秦子文除恪守中

药界认可的蚖斑、水蛭、虻虫、乌头、附子、天雄、野

葛、水银、巴豆、牛膝、薏苡仁、蜈蚣、三棱、芫花、

麝香、大戟、莪术、牙硝、商陆、王不留行、大黄等属

于孕妇常规禁用药外，在其手稿中还强调“地苦胆、

鬼箭羽（破血痛经、解毒消肿杀虫）、蛇蜕（祛风散

止痛）、胡粉（有毒、消积杀虫、解毒燥湿、收敛生   

肌）[7]、常山、代赭石、金银箔、葵子、萆麻、神曲”等

为妊娠忌食的中药及民族药。值得一提的是神曲，为

习用消食和胃药，现今临床应用并未提妊娠慎用或

忌用[8]。但《本草经疏》载神曲：“脾阴虚，胃火盛者

不宜用；能落胎，孕妇宜少食”。秦子文遵古训将神

曲列为妊娠忌食药，显示其对待妊娠用药的严谨态

度。再如地苦胆，功用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止咳利

咽；2007年收集整理成册的秦子文所在湖北恩施地

区民族用药经验之《土家族药物志》载其主治各种

炎症、咽喉肿痛、感冒、菌痢、痈肿疔疖等，亦未提及

孕妇慎用或忌用，而后世中药药理研究表明地苦胆

中所含棕榈碱对未孕家兔离体子宫确有兴奋作用[9]。

可见其用药经验被医学实验佐证，由此体现出秦子

文临证的尽心总结与准确判别药效的能力。 

结语

总之，秦子文在其手稿《玲珑医鉴》中以歌括

的形式总结了有关中药基本理论的大量临证认识，

用药经验不仅指导了中医临床诊疗，而且对丰富和

完善中药相关理论有重要参考价值。后世学者应借

整理之机，加大研究力度，发掘更多、更新的有益

经验，充实和加强中医中药的理论、传统特色与优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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